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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局公車動態系統於99年建置，103年正式啟用
「iBus公路客運APP」及「公路客運即時動態資訊網
站」等便民服務。107年成立車輛動態資訊管理中心

 目前納管公路客運4,324輛車(47家業者，1,900多條
動線)；代管無自建公車動態系統縣市市區客運1,083
輛車(53家業者，1,000多條動線)

公務機關

營運安全管理

1.車輛即時監控

2.車輛動態異常監控

3.駕駛行為稽核(如：駕車時間異常)

4.事件車輛查報

民眾

乘車資訊服務

1.客運即時位置、到站時間

2.路線、班次、票價查詢

3.公告訊息發布

4.無障礙發車班次資訊揭露

客運業者

落實自主管理

1.班車資訊管理

(路線、站位、時刻表、票價等)

2.營運管理

(車輛、車機、行駛里程等)

3.駕駛人排班、駕車時間管理

系統簡介
公路汽車客運動態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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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簡介－分級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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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區監理所(站) 公路總局

分區顯示

所站所轄業者

重點監督

高風險業者 所有業者

科技監管 重點管理 數據統計

• 異常事件一定
期間無改善或
排除，立即進
行抽查

• 異常事件定期
統計監管

• 應用路檢聯稽

• 定期檢視全
國各區重點
異常情形

• 重點督導高
風險業者異
常事件

• 公司營運狀
況

• 異常集中度
分析

業者所屬車輛

自主管理

• 即時監控

• 異常檢核

• 異常事件即
時處置

業者

產業分析

即時監控 分級管理 科技監管 資訊透明 產業分析

1. 速度異常

2. 車輛逾檢

3. 緊急求援

4. 車禍

5. 車輛故障

iBus



車上設備

行動通信
網路

TTIA

車機

公路總局
車輛動態資訊管理中心

台北機房 台中機房

MDVPN

GPS

Internet

車機 駕駛員
操作螢幕

站名播報顯示

駕駛員
身分識別

手機App便民網頁

車輛動態系統
(監理單位、客運業者)

動態中心監控平台

公路運輸整合資訊流通服務平台(PTX)

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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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功能-車機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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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路客運車機須符合TTIA規範

 車機每20秒回傳系統-本局公路汽車客運動態資訊系統。

 車機的資訊顯示/操作介面，具備雙向通訊傳輸。

 行車狀態可開啟正常、車禍、故障及緊急救援等。

 通訊中斷期間蒐集到的資料加以保留，通訊恢復後可即時補送。



系統功能 -車輛即時監控
 本局公路客運動態資訊系統即時掌握5407輛客運車輛的時空資料，並結合本

局三代監理系統，可獲得各車之車籍、駕籍及違規裁罰等資訊，有別於車隊

管理系統。

 以即時監控為例，可擇定某一輛車，清查該車目前位置與車速、駕駛人、行

駛動線，並可查詢當天或過去歷史軌跡，也能查詢駕駛及車輛相關資訊。

掌握納管車輛 定位特定車輛
查詢行駛軌跡

查詢人車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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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功能 -車輛軌跡資料
車機回傳資料依據TTIA規範，動態系統車輛軌跡資料包含GPS時間、系統時間、客運動線、

狀態、約略位置、GPS狀態、方向、駕駛、經緯度、勤務狀態、里程行車狀態。

• 「動線」：營運前自動或手動切換行駛動線(例如：無路線→2088A)，同時「車機行車

狀態」由非營運→正常。

• 「狀態」 ：進站、出站以車機位置觸發站位做判斷，提供乘車資訊發布；開機、關機

及定時以車機回報啟動、熄火做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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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應用 -重大事故案件車輛資料協處(1/3)
案例說明：OO客運0OO-FO公路客運於國道發生閃避1輛自大貨車，致車

輛翻覆造成數人受傷

當日軌跡

05:28： 開機

06:42： 發車，行駛路線第1趟次

10:55： 由台北OO路口發車行駛路線 ( (第2
趟次)

11:50： 經國道3號(土城端)

事故點軌跡

12:00： 國道3號57.6K處發生事故(時速為
102km/h)

12:00： 同地點時速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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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發生當下，清查車輛當日行駛軌跡、事故前軌跡及事故前車速等

資訊，進行事故通報。

 若事故車輛涉及車身結構、重大設備變更等疑慮，同型車須暫停出車

召回檢驗，利用動態系統即時監控同型號車輛出車情形。

 事後配合相關政府單位調查需求，提供車輛軌跡相關資料。

實務應用 -重大事故案件車輛資料協處(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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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應用－道路坍方車輛查報
111年10月16日豪大雨造成台7線及台7甲線多處坍方，台7線與台7甲交會處形成孤

島，運用動態系統之災點空間資訊，掌握受困5輛營業大客車，包含2輛宜蘭縣市區

客運及3輛遊覽車，提供救災作業有效資訊。

台7線
65k~84.4k
多處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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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應用－強化路檢聯稽
找出行駛熱門路線、調整攔查地點與時段
針對公路客運進行GPS落點分析，滾動式調整路檢聯稽排班時間及地點。

即時掌握攔查地點周邊重點車輛
針對稽查地點附近(可設定200公尺-20公里)，系統發出告警，車輛icon呈現顏色差異，稽查人
員可立即進行攔查。

車輛行駛路線熱力圖
(南投縣假日上午為例)

路檢聯稽車輛定位
(溪頭周邊1公里為例) 11



實務應用－發車班次數
 動態系統建置實際發車數與核定班次數的查詢功能，確保實際發車數均符合規定，

維護民眾乘車權益。

 另提供業者及主管機關檢視加班車是否過多，作為尖峰時段發車排班之參考。

動線別查詢

動線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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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應用－確保發車準點

動態系統建置動態時刻表，提供業者自主檢視及主管機關督導管理是否依照靜態

時刻表發車，並檢視有無脫班、早發或遲開之情形，提供民眾穩定與準時之乘車

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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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應用－偏移路線
為維護民眾候車及乘車時間之權益，動態系統自動偵測偏移路線超過500公尺且

達5分鐘以上之車輛，提供瞭解路線偏移之原因，並進而改善。

備註：經查證連假疏運期

間，台北-宜蘭路線、台北

-花蓮路線可視交通狀況，

由原行駛南港系統改行駛

106乙線。

核定路線

偏移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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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應用－預排班表檢核

 動態系統建置「預排班表」功能，客運業者可於發車前2天上傳班表，包含預計

行駛路線、駕駛人、發車時間及輪替駕駛時間。

 動態系統利用歷史車輛行駛時間，自動檢核該名駕駛於當天行程是否疑似有駕

車時間過長或休息時間不足之情形，提供客運業者調整班表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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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未完成車輛定期檢驗而出車營運，具有較大潛在風險，透過車

機GPS回傳訊號及結合第3代監理系統車籍資訊，可找出有行駛紀

錄之逾檢車輛，並進行管理。

實務應用－車輛逾期檢驗出車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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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應用－數據分析平台

 「數據分析平台」針對業務所需資料，製作成視覺化分析報表(共54項)，提供本

局監理單位快速掌握各項數據，進行精準管理。



未來展望-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監控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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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局運輸組與運研所共同合作建置「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監控管理平台」，目的提供

業者掌握營運狀況，並提供政府機關掌握營運關鍵指標

 該平台要求受補助的電動巴士需回傳的22項資料，有11項與TTIA協定重複。

 本平台預計112年移交本局維管，本中心刻正與本局運輸組、運研所商討電巴平台代管

細節及後續應用層面。



GPS車機

本局
動態系統

車載端

業者
管理平台

Internet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數位式行車記錄器等車載端設備整合與資料介接協定、

車載設備與管理平台資料傳輸規範制定。資料存放業者平台(或政府機關)。

 透過設備與資料整合，有助於駕駛管理(事後、駕車中) 、駕駛數位履歷、事故偵測

與通報、保存事件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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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S

車前防撞警示系統
車道偏離警示系統
緊急煞車輔助系統
行車視野輔助系統

事故資料紀
錄器EDR

數位行車
紀錄器

車載診斷裝置OBDII
G sensor
陀螺儀

事故預防
駕駛管理、駕駛數位履歷

事故通報
系統自動偵測與通報

事故鑑定
紀錄連續性車輛行駛資料

未來展望

資料介接
協定

駕車時間
休息時間
車速

資料傳輸
規範制定



20

動態雲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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